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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7日，记者从青岛市消保委获悉，中国消费者协会确定 2022年全国

消协组织消费维权年主题为“ 共促消费公平 ”。据介绍，今年的消费维权年

主题共有四大涵义、四大目标，围绕年主题消协组织将开展一系列重点工作，

其中包括对新能源汽车、网络游戏、校外培训、老年消费、未成年人消费、残

疾人消费、农村消费、个人信息保护、预付式消费、公共服务消费等领域开展

民生领域消费监督活动。 

“共促消费公平”的四大涵义 

一是严格落实法律规定，实现更有保障消费公平。 

公平是实现消费者法定权益的价值基础。我国《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等明确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要遵循“公平原则”。近年来，很多消费领

域不公平的问题依然存在，且随着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出现，消费者要

求被公平对待的呼声更加强烈。 

消协组织要全面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既要在推动解决消费纠纷等常态化

工作中促进消费公平，还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出发，积极联动社会

各方力量，推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共同促进消费公平，让消费者权益法治保

障基础更加坚实。 

二是积极引导“科技向善”，实现更深层次消费公平。 

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以及消费业态的快速升级，不同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

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但是资本的“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使得一些平台和

经营者违背“科技向善”的伦理价值追求，对消费者的消费信息、消费心理、消

费行为、消费能力等进行不当采集、筛选、使用，破坏了公平竞争、诚实信用

的市场秩序和安全便利、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 



共促消费公平就是要强化底线思维，加强监督规制，引导经营者牢固树立

“科技向善”的价值理念，促进各类消费业态、模式规范发展，保障全体消费者

享有平等的消费权利，摆脱过度差异化和歧视等带来的消费不公，实现更深层

次的消费公平。 

三是强化特殊群体保护，实现更大范围消费公平。 

中央提出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

务，“十四五”规划明确要保障未成年人、残疾人和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基本权

益。共促消费公平是促进全体消费者的消费公平，既要推进基础性、普惠性、

兜底性民生保障供给，也要强化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低收入人群等特

殊消费群体的保护力度，补齐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乡镇和县域地区消费环境

的建设短板，使他们享有均等的机会和平等的身份参与消费活动，在基本公共

服务消费需求不断满足的基础上跟上时代消费步伐，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实

现更大范围的消费公平。 

四是践行绿色低碳消费，实现更可持续消费公平。 

消费公平不仅包括代内消费公平，同样包括代际消费公平。2021 年底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消费领域增强全民节约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的生活方式。 

共促消费公平是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要倡导消费者积

极践行绿色低碳生活和可持续性消费方式，意味着我们当前的消费要为子孙后

代的可持续消费负责，更加关注他们的消费公平诉求，为他们留下更多的地球

资源，让子孙后代能够与我们一样公平地享有消费权利，实现更可持续发展。 

年主题明确四大目标 

一是凝聚社会力量，推动社会共识，筑牢消费公平社会基础。 

认真履行法律职责，发挥消协公益性社会组织平台作用，汇聚消费维权各

方力量，强化消费公平共识，消除消费领域不公和歧视，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

民生保障，夯实消费公平基础，为推动社会公平贡献消协力量。 

二是加强理论研究，促进制度完善，夯实消费公平法治保障。 



近年来，暴露出诸多消费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公平、消费者“急难

愁盼”的热点难点问题，消协组织要针对有关问题加强理论研究和分析研判，推

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辅助政府部门决策，不断强化消费维权制度基

础。 

三是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维权主张，加大消费公平救济力度。 

面对消费者反映集中、诉求迫切、危害性大、影响面广的消费不公平问

题，从典型案例入手，综合运用点评约谈、调查调解、警示批评、信用公示、

支持诉讼、公益诉讼等维权方式，切实提高维护消费公平的工作效能，同时合

理配置维权资源，努力补齐农村地区、特殊群体、新兴领域的维权力量短板，

让人民群众能够在公平消费中获得良好消费体验。 

四是强化消费教育，加强宣传引导，壮大消费公平监督力量。 

加强系统化消费公平教育，帮助各个层面消费者掌握科学合理消费知识，

提升自主依法维护消费公平的意识和能力。加强对公平消费的倡导和引领，引

导社会各界和消费者对消费不公平现象勇敢说不，拒绝经营者为追求利益最大

化而榨取消费者剩余，对消费不公平现象形成强大监督力量，共同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 

监督新能源汽车等 10 大消费领域 

围绕年主题，全国消协组织确定了重点工作安排。包括，积极开展年主题

宣传 ，协同各方力量，营造浓厚社会氛围，夯实消费公平基础，引导节约适

度、绿色低碳消费，促进可持续消费。 

强化维权热点问题的政策法律分析与议程设置，围绕个人信息保护、虚假

信息披露、产品质量安全等案件加大公益诉讼、集体诉讼工作统筹指导力度，

有效参与《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

法规和标准制修订。 

围绕新能源汽车、网络游戏、校外培训、老年消费、未成年人消费、残疾

人消费、农村消费、个人信息保护、预付式消费、公共服务消费等领域 开展民

生领域消费监督活动 ，开展不公平合同格式条款点评活动，完善消费舆情常态



化监测、分析、处置、反馈机制和提升城市消费者满意度行动指南，提升消费

监督效能。 

强化消费教育引导协作 ，推动重点行业建立公平对待消费者自律公约，落

实《消费教育大纲》要求，继续推进网络消费教育基地建设，联动开展“晓宇说

消费”系列活动，深化“消协帮您选”共建共享机制，不断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

性化的消费信息需求。 

推进消费投诉信息综合利用 ，推动将投诉渠道建设纳入基础公共服务，严

格投诉协同处置规则和属地责任，提高消费纠纷化解效率，加大消费投诉信息

公示工作指导力度，综合运用职责解决重大、疑难案（事）件，联动开展民生

重点行业企业的投诉分析，守护安全底线，共促消费公平。 



 

 


